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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9日，市长梅永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不少于1个亿。完成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特别是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任务，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支
持国有文化企业吸引社会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

“企业改制能够刺激发展活
力，也是一个企业做大做强的必
然选择。”针对文化体制改革，9
日下午，政协委员、济宁电影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红岩开门见
山地说，济宁电影公司之所以能
够历经“蜕变”，成为山东省首家
成功改制并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的地市级电影公司，就是最好的
见证。

“改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
而一切又必须寄希望于改革。”
李红岩告诉记者，2000年，济宁
电影公司将老济宁人民影院收
归旗下，但是建于1953年的电影
院已经被定为危房，且体制机制
落后、设施设备陈旧，再加上当
时整个电影业陷入低谷，面临生
存危机。面对生死抉择，济宁电
影公司大胆决策，进行了股份制

改革，并更名为济宁影城，注册
资本798万元，由全体职工持有。
改制的同时，济宁电影公司加大
投入，拓展经营范围，企业综合
实力和市场竞争力逐步提升，站
稳了脚跟。

2002年，影城改制的同时，
济宁电影公司自筹资金1400多
万元，在老影院原址上新建了现
代化影城，在山东省率先引入

“电影超市”和影、娱、购一体服
务的经营理念，提升了市民文化
消费的档次。2007年，电影公司
全面完成了企业改制，公司注册
资本668万元，其中国有股份占
5 .5%。改制后，公司整体实力增
强，发展步入快车道，经营收入
是改制前的20倍。

“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必
须居安思危。梅市长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的加快文化体
制改革，让我们看到了春天，
这也是大势所趋。”李红岩说，
为了扩大企业品牌影响力，济
宁影城准备在3-5年内在县区
投建15家高档连锁影城，逐步
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经营，逐
步成具有济宁本土特色的“济
影”品牌。

李红岩表示，文化体制改
革，院团转企改制，都只有一个
目的，“改活，而不是改死”。在逐
步推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根
据各企业情况的不同制定不同
的改革措施，而不是一刀切，最
终让参与改制的企业走向市场。
各企业也要激发企业自身活力，
做老百姓需要的、贴近生活的文
化产业，找准适合自己的生存之
路。

“文化事业改革，目的是推
动文化事业走向繁荣，如果能在
孩子们心中播下种子，何愁文化
事业后继无人？”政协委员、济宁
市银河少年文艺中心主任李向
对记者说。

“门里出身，不懂也会三
分。”李向说，如果一个人在小时
候接受了曲艺方面的培训，即使
参加工作后不从事文艺事业，他
的骨子里也在小时候的培训中
留下了文艺细胞。

李向说，发展文化事业不能
忽视家长们的作用，他们是孩子
的首位老师。在幼年时期，孩子
60%的时间和家长在一起，家庭
教育对孩子成长有着积极的作
用。在幼年时期，家长如果让孩
子接触文艺，在无形之中，就可
能给孩子播下一棵文艺的种子。
将来，这个孩子可能并不从事文
艺事业，但是也算是文化事业的
后备力量，会从侧面推动文化事
业的发展。

“现在多数家长还没有摆脱
应试教育的影响，他们给孩子报
考辅导班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学。
实际上，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
比单纯为了考试更科学，这样更
有利于孩子今后的成长。”李向
介绍，以报考辅导班为例，有的
家长是让孩子实现他们未完成
的梦想，如果怀着这样的心态，
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也就失去
进辅导班的意义。

“不仅是文艺事业，其他方
面也是一样，如果孩子有这方面
的兴趣，家长们应该积极引导。”
李向对记者说。

“转企改制目的是适应市
场，只有适应了市场，才能继续
走下去。”济宁市杂技团副团长
赵建刚对记者说。

“杂技团现在是事业单位，
总体来说，这种体制有利有弊。”
赵建刚认为，虽然事业单位体制
下，员工的生活有保障，但人事
制度不灵活，人才进出受到了限
制。转企改制后，这项弊端将会
被打破。对于急需的人才，可以
灵活的用低职高聘的方式吸引
他们，对于演员也可以采取高职
低聘的方式，这样就能充分调动
大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赵建刚说，文化体制改革，
并不是要取消这个单位，而是想
让单位更适应市场，更能创作出
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现在我

们已经开始在适应市场方面做
尝试，演出没有受到影响，路子
反而越走越宽。”赵建刚介绍，现
在单位成立了演出推广部，专门
负责推广单位的新节目，同时也
带回来了市场需求信息，根据这
些信息，单位灵活调整节目内
容、演员排练日程等，使节目更
符合市场需求。

不仅如此，根据市场的需
求，杂技团还主动引进了部分受
欢迎的节目。赵建刚说，《蹬人》
就是其中一例，这个节目的市场
反响很好，也很受欢迎。为此，单
位加大资金投入，并邀请了专业
教师，经过努力，节目很快就获
得了市场的认可。“改制并不意
味着立即“断奶”。”赵建刚表示，
在改制过程中，政府也规定了缓

冲期，相当于给单位绑上了一条
“保险绳”，创造适应市场，成为
市场主体的最佳时机。

“走向市场，在某种程度上
能提高作品的质量，也能调整作
品的结构。”赵建刚介绍，《舞中
幡》虽然属于杂技团的原创作
品，但是在市场的反映并不理
想，杂技团就把它作为了保留的
传承节目。另外，《爬杆》、《腾空
飞杆》等节目在市场上受到欢
迎，单位就扩大了演员队伍，分
成多个演出队伍，到全国各地演
出。“这就是主动适应市场的表
现。”

“单位改制，是丢掉计划经
济影子的开始，也是适应市场经
济的开始，适应了市场，企业也
就有了活路。”赵建刚对记者说。

走向市场，文化事业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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